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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板栗的故乡，板栗在中国有着2000多年人工栽培的历史。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板栗种植和加工制作的经验，同时也创
造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板栗文化。
板栗文化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也浓缩了我
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古往今来，人们食栗吟诗，赋栗礼赞，无论是以木本粮食为基础的板栗饮食文化，还是以栗喻意、丰
富精神生活，中国栗文化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中孕育、发展与传承起来的。
　　我于2001年9月应邀参加了由安徽省金寨县举办的“中国金寨板栗文化节”，其间曾就板栗文化和
发展有机板栗作了一些思考。
《中国栗文化初探》一书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在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了与一般研究板
栗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不同的新视角，将栗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将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
学术探讨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中国栗文化初探》以清晰的思路，展现了中国栗文化的丰富内涵，内容较为充实。
　　《中国栗文化初探》作者、现任安徽省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丰才同志，中专毕业后分配到
革命老区金寨县工作。
从踏进这片热土时起，他就被大别山区丰富的野生板栗资源所吸引。
20余年来，他凭着自己一腔热血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积极推动金寨县板栗生产。
此前由他编著的《板栗生产实用技术》（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曾获国家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
　　我衷心地希望《中国栗文化初探》的出版，能够给我国的板栗生产加工和文化研究带来一股清新
的空气，能够给广大从事、热爱、关心板栗事业的同志们一些启示，也能为文化工作者和致力于板栗
文化发展史研究的同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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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粟文化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文化形式和文化心理表现出来的，大致包括杰的科学性、杰的实
用性、粟的审美性和象征性以及粟的宗教性等几个方面。
《中国栗文化初探》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在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了与一般研究板粟发
展和社会发展不同的新视角，将粟文化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将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学术
探讨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中国粟文化初探》以清晰的思路，展现了中国粟文化的丰富内涵，内容较为充实。
　　中国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发展、传承，并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信领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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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丰才，1963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省合肥林业学校（现合肥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进修于安
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研究生学历。
自1982年以来一直从事板栗丰产栽培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曾参加林业部“长江中下游板栗良种及丰
产技术”、“板栗空蓬研究”、“板栗矮化密植早丰技术”，安徽省科委“大别山区板栗发展的研究
”、“板栗丰产技术”、“板栗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经济林及病虫害种类调查和研究”等项目
的科研工作，并获得国家科委、林业部、安徽省科委、六安地区科委科技进步成果奖。
先后在《昆虫知识》、《经济林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安徽林业科技通讯》、《实践与
理论》等科技科普刊物发表“淡娇异蝽的研究”、“栗茶混交园建设的研究”、“截干技术在板栗低
产园改造上的应用”等论文38篇，多次获省以上优秀论文奖。
1992年编著出版了《板栗生产实用技术》一书，获中国林学会全国第三届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安徽
省第三届优秀图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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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基地建设而言，从20世纪的90年代末开始，一改过去“突出发展上规模，抓好管理增效益”的
工作思路，各主产地区已不再追求板栗基地面积的庞大，而是在如何提高单株和单位面积产量上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出现并推广了大批矮密早丰栗园。
如山东的蓬莱，江苏的宜兴，河北的迁西，北京的怀柔，湖北的罗田，安徽的金寨，河南的信阳等等
。
就板栗产量而言，追求的不单纯是数量，而是板栗品质的优良；追求的不单纯是板栗的大小、品种等
，而是注意其是否是无公害的，是否是绿色的，是不是有机的；就消费趋向而言，人们选择的不再单
纯是外观，而是注意其是否有国家的“质量安全”等一系列的食品、保健品、药品认证等等。
为了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国家出台了《板栗丰产栽培技术标准》，各地根据生产和消费要求制定了很
多地方标准，如安徽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立项，金寨县板栗生产办公室负责起草制定了《无公害板栗
丰产栽培技术规程》的省级标准；河北省组织审定了《无公害板栗系列标准》；一而像北京市密云县
出台的《板栗生产综合技术标准》，河北省迁西县出台的《迁西板栗综合标准》等区县级农业标准更
是不胜枚举。
　　就整个产业来说，各板栗重点产区，已经由过去注重基地建设转向注重板栗的储藏、运输、精深
加工等。
于是乎，一个个板栗专业市场在重点产区形成了，一座座板栗储藏的气调冷库拔地而起，一家家板栗
食品加工企业兴旺起来。
由此板栗产业如同世纪朝阳，踏着坚实的步伐迈入振兴之途。
与此同时科研和生产机构成功地研制了一系列有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的板栗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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